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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体现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
如何切实降低群众医药费负担？市医疗保障局坚持“两条腿”走路，实施“双团购”新模式，在全省率先开创医用耗材集

中采购和实施药品跨区域集中采购及四批次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
如何免群众就医排队之烦？市医疗保障局在全省率先上线“信用就医，无感支付”医保服务平台。
如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市医疗保障局第一时间出台政策，对确诊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费实

施全部基金“买单”。
沐雨栉风，实干为民。市医疗保障局始终坚持党建引航方向，把学党史的感悟转化为为群众办实事的动力，加强基金监

督，保障基金运行安全，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以扎实作风做好“精准”文章，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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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以来，佳兆业集团积极响应号召，
全面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计划捐资8000万
元用于珠海市乡村振兴改造建设，截至目前已
完成捐资6000万元。捐赠项目共计12个，包
括斗门区斗门镇八甲村排山环境提升改造项目
和环境整治工程、莲洲镇莲江村居住环境提升
项目、井岸镇村居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项目等。

其中，珠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的斗门
镇八甲村排山环境提升改造项目已进入收尾阶
段。拥有230多年历史、极具岭南特色的排山
村迎来蝶变，村居环境明显改善，古村风貌显著
提升，成为佳兆业慈善助力乡村振兴的成功范
例。

专业团队引领示范
全力参与乡村振兴建设

从2010年开始，在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万企帮万村”的号召下，佳兆业便率先投身扶
贫事业和乡村振兴战略，迄今已累计投入超过
7亿元，推动落地各类扶贫项目超过110个，帮
扶广东、广西、青海等省（自治区）共15个县区、
40多个贫困村，项目惠及贫困村人口超10万

人，有效助力村民脱贫。
2017-2020年，佳兆业累计捐赠4.73亿元

用于广东省脱贫攻坚战，连续4年获得“广东扶
贫济困红棉杯金杯”，并被评为“广东省扶贫济
困日活动10周年突出贡献爱心企业”，取得较
好的引领示范效应。

为深入参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2017
年，佳兆业集团成立扶贫公司（现已更名为乡村
振兴公司），从全集团抽调规划、设计、工程、产
业等近40名跨专业人才，驻扎农村长达4年，
结对帮扶，全程参与扶贫和乡村振兴建设。

经过几年的沉淀，佳兆业已探索出一套以
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为着力点，
以自捐自建的EPC扶贫、全链条闭环产业扶
贫、长效造血的电商扶贫为特色的佳兆业扶贫
模式。佳兆业结合自身资源和能力优势，结合
驻村帮扶工作实践，聚焦乡村振兴的基建提升、
兴文助教、产业协同三大领域，以EPC工程总
承包为依托，组建专业化团队，全面负责定点帮
扶村庄相关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建设。以

“3+X”为核心任务，集中解决基础设施、人居环
境和公共服务3大问题，兼顾产业帮扶，取得很

好实效。

悉心呵护用心改造
传承更新古村风貌

记者近日在排山村看到，经过佳兆业的改
造提升建设，昔日凹凸不平的巷道如今铺上了
平整靓丽的花岗岩，旧祠古屋规划有序、河涌溪
流清澈见底，曾经杂草丛生的祠堂广场焕然一
新……路平了，灯亮了，客多了，村屋租金涨了，
村民有盼头了。一切都欣欣向荣，焕发出乡村
振兴的新气象。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根”和“魂”。文化兴、
乡村兴。乡村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扬，是筑牢
乡村文化根基、打造美丽乡村的必要组成部分。

在排山村的改造过程中，佳兆业格外注重
对古村落的保护，按照“复制-复原-复活-复
兴”思路，先保护后开发，传承和更新传统古建
筑风貌。

据佳兆业乡村振兴公司排山项目负责人王
洪波介绍，在对排山村环境提升改造过程中，他
们最大限度使用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从根
本上保持古村落的原真性，整体打造古村落观
感，“选择的建筑材料规格、色泽基本与原有材
料的材质相同，以当地乡土材料为主，包括当地
粘土及土坯、木材、石材、青瓦、白石砖等等，补
配的纹样图案也基本尊重原有风格、手法，尽量
保持原有历史风貌，重现有魅力、有艺术、有感
情的传统街巷空间。”

在荔知咖啡馆外，记者看到一面土墙被完
好保存下来。由于该墙破损脱落严重，设计师
修整后在其外面加建了一个玻璃“外套”。“用心
改造，终究美好！”荔知咖啡馆老板杨蕾告诉记
者，当初咖啡馆设计成两层玻璃钢建筑物，但考
虑到架高的现代建筑会影响到整个排山村的原
貌，故她放弃了原方案，改为平层建筑，楼上则
设计为咖啡厅露台。

“我们是怀着敬畏、重视、保护、传承历史遗
存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心意来这里发展事业的。
保护好这些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才
能拥有发展的资本和底气，这也正是排山村吸
引我们来创业的原动力。”杨蕾告诉记者，环境
提升改造后，她已经广发“英雄帖”，召唤更多的
志同道合者来此发展，与她共享排山村的美好
未来。

“我是广州机车协会发起人之一。我想以
排山村为据点，号召五湖四海的车友把这里当
成驿站。”杨蕾说，环境提升改造后，她的摩托车
都能开到咖啡店门口，“再也不用担心陷在泥泞
的土路里了。”整个环境变好后，杨蕾对未来发
展充满信心。她表示，不久后，她还想在排山村
搞一个机车音乐节，让全国的车友都来排山村

“打卡”，分享乡村振兴的美丽成果。

提振信心促进发展
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在佳兆业的理念里，乡村改造建设不是单
纯地建设一些公共文化设施，而是进一步强化
内容和软件支撑；要立足本地文化，“量身定做”
特色文化、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路线及品牌，提
升农民对于乡土文化价值的根本认同和自信，
激发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穿行过一排排古朴的土墙古屋，在一个种
了黄皮树的院子里，记者见到了这里的老板张
永甫。“排山村的龙眼树、黄皮树随处可见，眼见
着我这棵树挂满了果实，我都懒得摘。等客人
来了，自己动手随便摘随便吃。”

这里是排山村最早的民宿“八号小院”，老
板张永甫是珠海市自行车协会会员。“当年踩单
车来到这里就喜欢上了，2017年决定在这儿开
个民宿，当做车友们的驿站。”

“尽管这里很美，但改造前，排山村的路
特别不好走，晚上也没路灯，黑灯瞎火的，特
别不方便，公共厕所也又脏又臭，车友们来了
一次就不太爱来了。”据张永甫介绍，改造后，
路平灯亮，公厕干净又卫生，他的民宿生意也
火了起来，“不仅吸引了本地车友，更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车友前来，现在我这民
宿主要以外地客人为主了。”展望未来，张永
甫信心满满。

项目建设带来的不仅是村容村貌的大幅提
升，还促进了排山村文旅融合大发展。空置多
年的旧民居，经设计师的巧妙构思，变身成现代
风格与岭南风韵完美融合的咖啡馆与民宿，重
新焕发生机。

排山村还吸引了“90后”来此创业。原本
在市区发展的杨蕾来此开设了民宿和咖啡馆。

“我看好珠海乡村发展，店名‘荔知’就是希望荔
枝的美味能人尽皆知，蕴含着我致力于推广珠
海乡村品牌的心意。”杨蕾说，排山村有丰厚的
文化底蕴，改造后景观更加秀丽，发展潜力很
大。

“村民看到环境一天天改善，美丽的排山
村被进一步擦亮，获得感和幸福感都明显增
强，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整个村的村民
精气神都得到提振。”八甲村党委书记李文海
称。

“改造前，排山村的村屋一年租金最多才
2000元。改造后身价猛增，一个月租金就要
4000元啦。”李文海告诉记者，排山村是著名的
华侨村，居于海外的华侨华人已近千人。他们看
到排山村改造后的美丽景象，纷纷表示要回家乡
看看，助力排山村进一步发展。

斗门区排山村巷道重新铺设，整齐美观。

佳兆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慈善助力乡村振兴

打造乡村振兴“排山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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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使命。

珠海市医疗保障局以党建促发展，以实干惠民生

助力珠海建设民生幸福标杆城市

采写：本报记者 宋雪梅
摄影：本报记者 钟凡

多个“全省率先”，破难题开新局

市民罗先生是癌症患者，每天需要服用
两片抗癌药索拉非尼。今年5月1日起，索拉
非尼进入第四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
目录后，单片价格从95元降到30元，这一降
幅每个月可为罗先生节省药费3900元。

经过多年砥砺奋进，珠海创建了“基本+
补充+附加补充+慈善+医疗救助”全覆盖多
层次立体化医保保障体系，住院报销比例
90%以上，“基本+补充”年度支付限额达72
万元，待遇水平居全国前列。

进入新发展阶段，珠海医保再次以改革
先锋的姿态乘风破浪，以卓越超前的眼光找
准发力点，破难题开新局，用一个个“全省率
先”“解锁”群众“看病贵”，推动珠海医疗保
障事业高质量发展。

小到几毛钱的纱布，大到上万元的人工
晶体、血管支架，虚高的医用耗材不仅给患
者造成不可承受的经济压力，也让医保基金
不堪重负。2019年11月，珠海创新实施医
用耗材“四个在线”团购模式。截至2021年
5 月，全市 31 家公立医疗机构采购金额
12.38亿元，节省费用3.45亿元，单一品种最
高降幅达96%，平均降幅22%。这一创新模
式，为全省其它地市和部队医疗机构提供了

“珠海样本”。
药价虚高是导致人民群众“看病贵”的

重要原因之一。2018年10月，市医保局启
动药品跨区域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截至
2021年5月，全市31家公立医疗机构药品
集中采购金额为22.845亿元，节省10.19亿
元，综合降幅31.13%。

为解决“因病致贫”现象，2019年，市
医保局创新实施由政府主导、中国人寿保
险珠海分公司承办的附加补充医保“大爱
无疆”，参保者每人每年只交190元的低保
费，可享高保障。截至目前，“大爱无疆”累
计投保119万人，待遇支付1.79万人次、报
销医药费2.34亿元。这一创新举措，为全
国医保提供了“珠海样本”。

优化医保体系,让惠民服务更有“质”感

2020年，我市参加基本医保人数213.3
万人，比 2019 年底增加 15.5 万人，增幅
7.8%，参保率稳定在98%以上，419.6万人次
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天下大事，必做于细。人民群众的事就是
天大的事。市医保局聚焦补短板，以细节见真
章，推进医疗保障随时代发展日新月异。

在优化待遇方面，市医保局提高学生
和未成年人、城乡居民参加基本医保财政
补贴标准至每人每年650元；修订完善家
庭病床管理办法，着力解决年老体弱、长期

卧床或行动不便的人群看病就医困难等问
题；提高新生儿、异地备案参保人和精神类
疾病、血友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参保人医
保待遇；理顺医疗保险退休待遇享受地确
定条件；修订完善门诊特定病种政策，推动
完善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不
断提升“两病”用药保障水平，增强群众的
幸福感。

珠海医保还进一步推进门诊统筹制度，
强化“首诊定点到社区”模式，实施按人头付
费支付方式改革和激励约束机制，有力推动
分级诊疗，助力实现医疗服务强基层的医改
目标。2020年门诊统筹就诊约262万人次，

基金支出近2亿元。2009年门诊统筹制度
实施以来，就诊人次平均增长率约8%，基金
支出平均增长率约15%。

为民服务无止境，助力建设民生幸
福标杆城市

2020 年，王女士惊喜发现，在药店买
药不用带医保卡了，用手机微信或支付宝

“刷一下”即可完成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市
医保局始终将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与时
俱进，以“放管服”推进医保服务更便民，用

“互联网+”带给人民群众更有“质”感、更
有温度的珠海医保。

珠海医保服务实现了“全城通办”“不
见面办”，取消了涉及医疗保障领域11个
证明材料，将学生和未成年人、城乡居民的
参停保下放到村（居）委会办理并实现通
办，并且推动医保电子凭证在珠海落地。
截至2021年6月21日，我市激活医保电子
凭证 122 万人，激活率 56%，位居全省第
三。同时，珠海医保积极实施慢性病长期
处方服务，将高血压等12种疾病纳入长期
处方管理范围，长期处方由最长1个月延
长至3个月。

此外，珠海还在全省率先实现医保处
方云平台流转，有效解决参保人就医后需
在医院排队缴费、等候取药时间长等问
题。全市已有7家三级定点医疗机构、4家
二级定点医疗机构、310家定点零售药店
加入“珠海市云医保处方共享服务平台”。
截至目前，共结算 7473 人次，流转金额
3519.45万元，并可配送至中山、东莞以及
广西等地，有效助力防疫工作。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
续不断的新起点。进入新发展阶段，珠
海市医疗保障局将持之以恒，永葆“闯”
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为人
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奋力
推动珠海成为民生幸福标杆城市，为珠
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贡献医保
力量。

去年初，新冠疫情突如其来。珠
海医保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竭尽所能，以“五及时”为人民群
众筑起防疫“屏障”。

珠海医保及时调整待遇。对确
诊和确认疑似新冠肺炎的参保人实
施免支付范围、免住院起付标准、免
个人负担的“三免政策”，让患者安心
治疗。我市103例确诊患者涉及医
疗费用700.4万元，全部由医保基金

“买单”。
珠海医保及时实施应急政策，确

保医院安心救治患者。通过预拨费
用近3亿元、开辟绿色结算专道、实施
阶段性支付政策、增加超结算指标、
全额拨付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费
用等系列措施，全力保障医院救治工
作和正常医疗服务运营。

珠海医保及时扩展“大爱无疆”
项目保险责任，全国首创对我市确诊
参保人增发2万元现金补偿，22名参
保人获得共计44万元补偿。

珠海医保及时将核酸检测价格
由原来的160元下降为50元（含试剂
价格），并纳入医保支付，为实现“应
检尽检”提供了有力保障。

珠海医保及时主动降费为企业
减负。多次下调基本医疗保险和生
育保险费率累计1.7个百分点，并延
长降费期限至2021年 4月；疫情期
间落实减半征收企业单位费率政
策，共 9.15 万户单位享受该政策。
通过系列减征措施全年为企业减负
13.3 亿元，有力支持我市企业健康
发展。

珠海医保“五及时”
筑起群众防疫屏障

截至目前，“大爱无疆”累计投保119万人，待遇支付1.79万人次、报销医药费2.34亿元。


